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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比亚迪”）与上海歌尔丹拿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歌尔丹拿”）在比亚迪深圳
总部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以

“促进汽车智能化发展”为核心，致力于提
升智能网联汽车的智能水平，促进智能
汽车产业生态的繁荣发展。根据协议，
双方将积极发挥所属领域的网络、客户、
服务等广泛优势，基于战略共识，从智能
座舱、声学娱乐、安全驾驶辅助等方面入
手，共同为智能汽车快速发展作出贡献。

据了解，歌尔丹拿拥有顶级声学解

决方案和顶级扬声器先进制造能力，其
音响品牌“丹拿”是全球最具影响力、最

具价值的 Hi-Fi、汽车音响品牌之一。
而比亚迪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综
合实力排名领先，其在汽车智能化领域，
以 DiLink 4.0(5G)、e 平台 3.0、BYD OS
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也走在技术前端与
行业前列，致力于将科技落地为用户可
知、可感的智能座舱驾乘体验。

资料显示，近年来比亚迪积极布局
智能化核心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比亚迪 e 平台 3.0 技术
以极致的安全性能作为研发基础，通过
智能域控与 BYD OS 达成软硬件解耦，

融合安全与智能两大技术优势，为行业
提供下一代智能电动汽车基础解决方
案，打造安全可靠的开放共享平台。

采访中，比亚迪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比亚迪将携手歌尔丹拿，不断通过技
术创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双方将持续探索与不同专业领域伙伴进
行合作，融合科技创新的强大势能，共建
智能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行业智能
化发展走上快车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海军

助力汽车行业智能化发展，比亚迪与歌尔丹拿达成战略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赵紫君

11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
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税务
总局泸州市纳溪区税务局退休干部张崇
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成为泸州
市获得该项荣誉的第三人。

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张崇华个人
收入虽不高，但她捐资帮助了众多贫困学
子，还为养老院老人买衣服。她的精神感
动了无数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她创办
的“崇华之家”工作室，捐资助学、做志愿
服务，将这份爱永不停息地传递下去。

“我只希望他们好好学习，毕业后能
够报答社会、报答党。”今年79岁的张崇
华老人，因为年少时受过他人的帮助，于
是在心里埋下了帮助别人的种子，“助人
为乐”四个字早已印在她的心底。

年近八旬蜗居小屋
家里的摆设都极具年代感

11月9日，泸州市纳溪区永宁西村，
爬上一条长长的坡道，记者来到张崇华
的家中。这是一个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老
旧住宅小区，没有电梯，院子里藤蔓肆意
地生长着。张崇华的家和小区一样，都
极具年代感：布满岁月痕迹的黄色木门、
缝缝补补穿了十几年的棉鞋、用了30多
年的搪瓷杯、早已发黄的电线……

虽然物品都比较老旧，但看得出来，
老人把所有东西都“照顾”得很好，墙上
贴满了不同时期她和亲人的照片，柜子
上整齐地摆放着瓶瓶罐罐。虽然已是
79岁高龄，但张崇华老人的状态却如年
轻人一般，精神饱满，花白的头发全部整
齐地梳往脑后。

张崇华一个人蜗居在这个小屋，但
她每天的生活并不无聊。每天早上吃完
早饭后，她都会穿过滨江路去和牌友“来
上两把”，然后再买菜回家做饭。下午，
她会做做家务，有时也会去找女儿聊聊
天。逢年过节时，张崇华的“孙子”、“孙
女”们都会回到泸州来看望她。有时间
她还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旅游，今年暑
假，他们一行人就去了重庆。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张崇华将她和
“孙子”“孙女”们的故事娓娓道来。

数十年资助学生
第一个资助对象是姐姐的孩子

张崇华第一次助学是在1968年，资
助对象是她亲姐姐的孩子。那时，她才
参加工作不久。在孩子出生之前，张崇
华的姐夫就外出打工，一直了无音讯。
姐姐靠打零工维持着两个孩子的生活，

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何谈读书？
“娃儿长大了肯定要读书，不读书没

有知识。”怀着这样简单的想法，张崇华
把姐姐的孩子接了过来，安排在工作附
近的小学读书。一年后，姐姐把孩子接
了回去，但孩子的学费还是张崇华一人
包揽。之后，张崇华还资助了姐姐其他
的几个孩子，这一资助就是十几年。而
当时，张崇华一家的收入不足百来块钱。

在资助完姐姐的四个孩子后，张崇
华又开始帮助她哥哥的孙子张小明（化
名）。张崇华告诉记者，她帮助张小明不
仅仅是在经济上，还有思想上。张小明
高二时成绩很不好，加上处于叛逆期，与
母亲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他和我处得
来，我就给他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为什么
要好好读书，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进入
社会也无法立足。”张崇华说，她一边教
育张小明，一边协调他们母子之间的关
系。最终，张小明和母亲的关系得到缓
和。

后来，张小明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他上大学时的学费也是张崇华全部包
揽。除了帮助姐姐哥哥的孩子以外，张崇
华还资助了朋友的两个孩子读完大学。

2015 年，退休后的张崇华又“闲不
住”了。她通过邻居——纳溪中学一后
勤老师牵线搭桥，开始资助品学兼优的
高考贫困生直至大学毕业，每年选择一
名。如今，张崇华已经资助了 6 名大学
生，并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个亲切的小
名：“小幺幺”“小乖乖”“小幺弟”“小幺
妹”“小帅弟”“小果果”。“我只资助了其
中 5 个人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还有一
个本来也要资助的，但他把名额让出去
了。”张崇华笑着告诉记者。在张崇华和
这6名学生看来，他们早已是一家人。

不仅如此，张崇华还陆陆续续做了
很多其他公益活动：给养老院老人买衣

服、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

曾多次受到帮助
所以她也想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我从小到大，有很多人帮助过我。”
说起哪些人帮助过她时，张崇华提到了
很多人，其中不仅有亲戚朋友，还有陌生
人。

小时候，张崇华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家里一共有六兄妹，有一个哥哥和妹妹
分别在1岁、2岁时因病去世。母亲处于
无业状态，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才学会
了缝纫，可以赚一点琐碎的钱，全家人的
生计基本上都压在了靠配钥匙赚钱的父
亲一个人肩上。

小升初时，张崇华所在的学校只有
三个人考上了初中，其中就包括张崇
华。但因为家里没钱，父亲并不打算让
她继续读书，“读书干什么？再读以后不
也是别人家的人，以后都要嫁出去的，”
张崇华笑着模仿父亲的语气说道。此
时，比张崇华大 6 岁的姐姐在知道妹妹
的情况后，站了出来，“我不读书了，让她
去读。”随后，姐姐辍学，然后早早嫁人，
供张崇华读书。这也是后来张崇华为什
么要资助姐姐孩子读书的原因，“我亏欠
她太多了”。

“我还有一件事记了很久！”张崇华
说，她读高中时，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李
老师在了解到她家里的情况后，默默地
帮她申请了助学金直到高中毕业，“我一
直以为是我们班主任按名额分配的。”直
到二十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张崇华
才从同班同学的口中了解到真相。“后
来，李老师因为糖尿病起不来床时，我和
亲戚带着礼物去看望过他。”

张崇华告诉记者，她参加工作后，也
不断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令她印象最
深刻的事情，“我在带小孩的时候，每天
早上给小孩洗澡都需要热水，我就和那
个炊事员商量，问他能不能给我留一些
热水，没想到炊事员一下就同意了，我用
了好久的热水。”

张崇华接受过的帮助有大有小，但
她清楚地记着每一个人。正是因为感受
到过温暖，所以她也想成为一个发光的
人，去温暖别人。

记者了解到，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在各级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以张崇
华名字命名的“崇华之家”工作室、“崇华
爱心帮扶基金”和“崇华爱心驿站”相继
成立，社会各界力量纷纷参与到这场爱
的接力中。以张崇华为原型的音乐剧

《大爱无边 筑梦未来》也被搬上舞台，她
的事迹登上全国税务系统宣讲平台，先
后在成都、青岛、临沂等地巡回宣讲，老
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品质，退休不褪
色、余热映初心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观
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崇华之家”捐
资助学、志愿服务的行列中，将这份爱永
不停息地传递下去。

张崇华老人与女儿、女婿在一起。

张崇华家的摆设十分简陋。

张崇华老人在厨房忙碌。

张崇华家的墙上贴满了不同时期她
和亲人的照片。

资助贫困学生长达53年
她自己的棉鞋缝缝补补穿了十几年

泸州79岁退休老人张崇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新 闻 链 接

她的事迹被搬上舞台


